
从田野到课堂
丁喜才的二人台艺术生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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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陕北的神木 、 府谷 晋西北的

、 點自治刚棘祖

间歌舞一
‘ ‘

二人台
”

。 作为
一

种歌舞表

演 ， 二人台在河套地区深受群众喜爱 ， 在
；

内蒙古西部地区更是广为流传。
起先 ，

二

人台属于农牧民及小手工业者们的业余

爱好 ， 会玩弄乐器和喜欢歌唱的伙伴们凑 、
‘

在 起
， 即兴演奏 些当地流传的牌子

曲
’ 唱着大家较为熟悉的民歌小调 。 吹 、 二

拉
、
弹

、 唱自娱自乐 只有逢年过节和喜庆

的肝才有机会被 请公开表演 ’
故而有

‘ ‘

打玩意儿
” “

唱玩意儿
”

打坐腔
”

‘‘

闹 广
社火

”

等肩。 加之隨細部 棚肖

间歌曲也很丰富 ： 有明末清補俗 曲
、
中

原和关中
一

带传来的流行小曲 、
陕北的信

‘

大游
、
曰 ： 匕的山曲

、
豕古族和 乂族务居地

安慰 受到同事们由衷的爱戴

区的蒙汉调等 悠久的音乐传统积淀形成

了二人台独特的风格色彩 。

清末 民初 ， 蒙古族老艺人老双羊和

他的侄媳首创了化妆表演的形式 。 扮成小

生
、 小旦或男丑 、 女丑 ，

以歌舞
、
小戏取悦

于老百姓
，
大受欢迎之余 ，

各地艺人纷纷 发展 。 有人在家 中组成
“

窝儿班
”

业余表 出了 《洪湖赤卫队》 等传统大戏 。

效仿
。
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，

二人台 演 也有流浪艺人以此卖唱为生 ； 不仅如 年 月 ，
包头市人民政府又将

“

包

歌舞小戏已积累了丰富的剧目 。 此 在城镇尤其在省城 ，
大量专业的和业 头市民间歌剧 团

”

更名为
“

包头市地方戏

随后的几十年 ，
这种

“

打坐腔
”

与歌 余的剧团如春笋般涌出 ， 当年内蒙古包头 实验剧团
”

， 进行新剧种的创新尝试和实

舞小戏的表演形式在黄河岸边的陕北 、 市将
“

包头市二人台剧团
”

改名为
“

包头 验 这之中就包括了 《丰州滩传奇》
，
并因

晋西北及内蒙古
一

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 市民间歌剧 团
”

并以戏曲 的形式改编演 此衍生出了
一

个新剧种 ：

“

漫瀚剧
”

。



； 卫
一

广
一

—

！

赢

丁喜才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课 （

丁喜才先生和他的学生在音乐会上演出 （ 丁喜才先生与鞠秀芳老师在天津讲学时留影 （
〉

从
“

闹社火
”

到
“

漫瀚剧
”

，
二人台不 论是剧中人物 、 服装 、 布景 、

道具 、
场地等 麻地沟人 ， 出生于民间艺人世家 ， 他的曾

仅吸收了蒙汉民族的音乐元素和艺术特 都有了质的飞跃。 随着小戏和戏剧 化进 祖父
、
祖父均为有名的二人台艺人 。 他的

征 ，
而且经过融合提炼 ， 勇于创新 ， 获得 程的不断深人 ，

二人台不仅为河套地区的 伯父还曾组织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丁家

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。 表演形式上 从 人民所喜爱 并受到 了其他地方人们的欢
“

窝儿班
”

。 在此熏陶下 丁喜才八岁就

最早的
“

打坐腔
”

到 由男女两人表演的 迎
，
而这
一

切的传承传播和创新发展都离 能登台表演 。
由于有着

一

副清脆委婉的

“

带鞭戏
” “

硬码戏
”

， 直至由多人同台演 不开二人台艺术家丁喜才。 好嗓子， 长得又眉 目清秀 ， 因此常被请到

出 的整本大戏 ， 最终发展为新编剧目 ， 无 丁喜才 （ 是陕西府谷县
“

二人台
”

班子里客串饰演
一

些农家少



女 、 闺 门小旦 ， 后来 主攻丑角和 扬琴演 唱有关 ， 而这段经历也给他此后的表演 弹奏出来 ， 可谓唱奏俱佳 。

奏 ， 吹、 拉 、 弹 、 唱样样精通。 当年他经常 带来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养分。 在独唱的二 年以后 ，
丁喜才参加了榆林地

演出的
“

二人台
”

小戏 《顶灯》
（ 又称

“

滚 人台艺人中 ， 丁喜才是最成功 最具代表 区民间艺人集训班 ， 后又被陕西省选为代

灯
”

）
是
一

出丑角表演的重头戏 ， 剧情诙 性的人物
。
他生长在二人台世家 ， 对家乡 表

， 参加 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民间

谐有趣 ， 表现了
一

个怕老婆的男人 ， 老婆 的府谷道情和榆林城内的榆林清曲也很 音乐舞蹈会演 ， 用琴声和歌声把 《五哥放

！
罚他头上顶

一

个碗 ， 碗里点
一

盏灯 ， 表演 熟悉 并在多年走南闯北的卖艺生涯中 ，
羊 》 和 《小尼姑思凡 》 演释得出神人化 ，

时需要做出翻 、 爬 、 滚 、 打等各种动作 ， 难 接触到 了 陕北 、 山 西和 内蒙古
一

带的民 获得了很大成功 。 年 月 ， 丁喜才被上

度颇高 。 由于丁喜才具有戏曲表演中唱 、 歌小调 ，
以及蒙族和汉族都很流行的

“

蒙 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院长聘为民间音乐教

念 、 坐 、 打的功夫 ， 把这出小戏演绎得栩 汉调
”

， 把它们
一

点
一

滴地融合在他的演 员 ， 年举家由 府谷搬迁至上海 ， 从

栩如生 ，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。 唱和音乐演奏之中。
丁喜才不但能演唱大 此开始了他三十多 年的民间音乐教学生

丁喜才的二人台表演形式基本上以 量不同风格的曲 目 ， 乐器演奏技艺更是高 涯。

自打 自唱的坐唱为主 ，
这与他早年只身卖 超

，
他能把

一个小乐队的声势通过扬 琴 为了适应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 丁喜

才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 ，
坚持上夜校

学文化
。
为了能让 口传心授的榆林小曲适

应音乐学院的教学理念 ， 他学乐理 、 学记

谱
，
把自己长期积 累的几百首传统民歌毫

无保留地传授给伽勺学生 。 除此之外 他

还被邀请到上 海师范大学 、
华东 师范大

学及江苏 、
浙測 些艺术■与文艺单

位教授榆林小曲 。 可以说
，
榆林小曲正是

美儀 ：

一音

喜才胜腿 脏上海音乐

学院工作了三 多年 ， 年退休后仍被

反聘到学婦课 ， 如今声乐系的几位教师

！ 画脳镇

琴

”

，

传。 我虽与丁喜才先生只有 财交 可

常常会从 师鞠秀芳教授醒听到许多

工 舒腿课 、 祥和力人舰方面的故

、
事 ： 在经济状况不佳的二十世纪 五六十

制 ， 了触大可酣舰 、 ±班腿长

购赌 申请棚
，
腿从軸组织伸

手 ； 以前对外演出没有劳务费 ’ 但丁老师

“―“ ‘ 丨丨 丨 ‘ 丨 ‘ ■ ■■ ■

总是抢着掏路费 、
付账 。 鞠老师还说 ， 当

有二人台源自出产海红果的地方这么个说法 丁喜才先生 年回到故 乡 ， 在
一

棵海红

果树下流连忘返 久久不愿离去 年她唱的榆林小 曲已在社会上产生了不



凡的影响 ， 但在
一

次声乐专业考试中 ，
老 地方小戏步入高等学府的音乐殿堂 ，

由他

师们却给她打了低分 当时的鞠老师有些 改编的
“

二人台
”

代表作品 《走西 口 》 《五

想不通
， 赌气说以后不再唱榆林小曲了。 哥放羊 〉

不仅收入现代 民族声乐教材，
而

丁先生得知后很严肃地对臓 ：

“

不管考 遷 且经他的学生鞠秀芳演唱风行全国 ， 并在

试能否得高分 ，
只要老百姓欢迎

， 你就要
！

国际比赛中获金奖 。 如果以二十世纪五十

唱 。

”

善意雖评与颠赃持 細 ■ ‘

年代为界 ， 丁 才可称得上是
“

二人台
”

着轉老师更加努力 。
丁喜才先生与鞠秀芳老师在包头讲学时留影 艺术这

一

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

当年丁喜才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授 开山鼻祖 。

课时 ， 鞠秀芳老师还是声乐系本科二年 年 ，
经国家文化部批准 ，

以府谷

级的学生 ，
担任着民间音乐眉户剧课的记 为代表的二人台 包括与它同根同源的榆

谱工作 。 每 当她去黄忠信和任 占魁两位老 林小曲 被确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师那里记谱时 经常见到丁先生 ， 偶尔也 歌比赛中 ，
鞠秀芳以演唱榆林小曲 《五哥 年 月 ， 陕西省府谷县文体广电局 、

帮他准备些教材 这样就有了较多的机 放羊 〉
〉 《走西 口》 和陕北民歌 《兰花花 〉

〉 黄土文化研究会 出版 了 《丁喜才与二人

会跟丁先生
一字一句地学习榆林小曲 。 荣获了金质奖章 。 台》 专集 ，

经多方面收集资料 ， 从各个不

以前的课
一

般只学习 民歌的第
一

段 ， 如
一

曲 《五哥放羊》 传遍大江南北 ， 又 同角度较全面地记述了丁先生在上海音

榆林小曲 《五哥放羊 》 虽然施鸿鄂老师
一

次激励了鞠秀芳老师在榆林小曲演唱 乐学院的教学 、艺术和为人等 ， 为我们提

当时写下了十二段歌词 ， 但只记录了第
一

上的信心和改编的热情 。
《送情郎》 《挂 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

。

段的乐谱 。 据鞠老师说 ，
她在学唱 《五哥 红灯》 《走西口》 《打樱桃 》 等榆林小曲 如今在河套地区 二人台艺术得到了

放羊》 之前
， 就听丁先生讲述过 《五哥放 的出现 使得全国各地的歌唱家纷纷前来 政府的重视 ， 还有了指定的传人。 应该说

羊》 的故事
， 为之深深感动 ，

因此决心把 向丁喜才老师求教
，
如郭兰英、 蒋桂英 、 无论是西北的二人台还是东北的二人转 ，

《五哥放羊》 的十二段歌词和不同的唱腔 丁雅贤 、 彭丽媛 、 韩延文等 ， 她们演唱的 任何
一个艺术门类的传承都需要创新。

全部学下来
。
不过 ，

她觉得篇幅太长 ，
演 《五哥放羊》 《挂红灯》 《送情郎 》 都是 有了创新 ， 传承才有发展的动力 ，

这样的

唱难度比较大 ， 因此在与丁先生商量后 ， 珍贵的民歌音响资料。 艺术才能被时代接纳和认可。 丁喜才先生

她开始对 《五哥放羊》 进行创新整理 ：
在 年 月

，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《民 的
一

生极具传奇色彩 ，
他对二人台的 发

形式上由原来的自弹 自唱改为女声独唱 ， 歌中国 》 举办了
一

场
“

民歌博物馆——五 现 、 形成 、 传播乃至传承发展为
一

门独特

对歌词 、 旋律 、 定调和唱法进行改动 ， 并 哥放羊
”

的专题节 目 ， 以歌唱 、 歌舞和 中 的音乐剧种所做的贡献可谓居功阙伟 ！

在演唱时间上予以限制 。 西器乐演奏的各种形式尽情放歌 《五哥 随着时代的发展 ， 传统音乐的传承

年 ， 在北京举行的
“

首届 全国 放羊》
。 鞠秀芳老师作为嘉宾讲述了丁喜 和发展也要与时俱进 。 在保持原生态音

音乐周
”

的汇演中 ，
上海音乐学院的重点 才先生当年怎样把山沟沟里的

“

玩意儿
”

乐风格的基础上 ， 积极融人新 的音乐语

曲目
，
由胡登跳教授配器

、 刘宗义先生指 传布到上海音乐学院 并
一

步步生根、
发 汇使之更为丰富动听 ，

更符合现代人的欣

挥 、 上海合唱团民族乐队伴奏 、 鞠秀芳和 芽 、 开花
， 为中 国民间音乐的传播和传承 赏习惯 ， 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创

沈德皓演唱的榆林小曲 《走西口》 《姐妹 做出了非凡的艺术贡献 。 新传承与发展 。 我认为 ， 将传统音乐与当

打秋千》 以独唱和对唱的形式登上了首都 丁喜才的艺术贡献在于他 以 自 己杰 代新兴音乐元素融合不仅是
一

种手段与

音乐会的舞台 ，
反响热烈

。 年 ， 在莫 出 的艺术 才华赢得了音乐家贺绿汀的赏 方式 ，
更代表了传统音乐传承与发展的方

斯科举办的
“

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民 识
，
使

“

二人台
”

这
一

原本名不见经传的 向 。


